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彝族传统教育经典$玛牧特依%主要内容及特征初探

蒋 立 松
!西南大学 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#重庆市@$$%A""

摘!要!彝族传统教育经典$玛牧特依%的主要内容涵盖了家庭伦 理&社 会 秩 序&人 生 哲 理 等 方 面#其 特

征主要表现为地方性知识传统&诗性传统&群众性等方面’$玛牧特依%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研 究

个案#它是一部(活)的典籍#在彝族认同的实现&文化的传承等方面依然有明显的作用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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!!$玛牧特依%是流传于大小凉山彝族主要聚居

地最重要的传统教育经典’在彝语中#(玛)的含义

为(教)&(训)&(劝)等*(牧)具有(善)&(智慧)&(优

良)等含义#也引申为(为人处事)*(特依)的含义为

(书)&(经典)’就字面含义而言#$玛牧特依%是指

(教人为善的经书)#因此在翻译为汉语时通常被译

为(训世经)&(劝善经)&(道德经)&(教育经典)等’
因系音译#$玛牧特依%有时也被译为$玛穆特依%&
$玛牡特依%等#所指皆一’

在彝族复杂的彝文典籍体系中#$玛牧特依%有
着独特的地位’它以格言&谚语&比喻等形式强调

了人的一生中不同的年龄阶段生理&心理特征以及

相应的处事准则#是一部贯穿一个人整个生命历程

的行为规范’其中蕴涵了大量的生命哲理&家庭伦

理&社会秩序观念等等’在学校教育体系之外#形成

了构建和支撑彝族社会道德观念的另一教育模式#
至今仍有强大的生命力’对于$玛牧特依%的研究#
主要集中在不同版本的收集&整理及对$玛牧特依%
教化内容的意义分析等方面’本文在这些研究成果

的基础上#重点探讨作为传统的教育文本#这部经典

所反映的主要内容及其特点’

!!一、《玛牧特依》的主要内容及其流传原因

$玛牧特依%主要流行于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#

有着深厚而广泛的群众基础’大小凉山是彝族主要

的世居地#彝族语言&文字&服饰保持完好#有着良好

的彝族传统文化生态’
在凉山#$玛牧特依%有不同的版本’目前所见

最早的版本为清代光绪时期的木刻本#北京民族文

化宫和巴黎远东研究院图书馆均有收藏’在旧时

彝区#木刻本文献十分稀少也十分珍贵#只有内容

十分重要的经典才可能有木刻本传之后世#因此#
$玛牧特依%能够有木刻本传世#本身就说明了这部

经典在凉山彝族社会中的重要意义’在民间#则有

各种抄本流传于世’一些学者和机构对流传于民

间的各种 抄 本 进 行 过 整 理&翻 译’#$世 纪!$年

代#著名学者马长寿先生曾经在大小凉山进行广泛

的田野调查#并就收集到的彝文经典进行了分类#
他认为($训世经%是一部教训黑彝子弟使之成为一

标准黑彝 之 书)+A,!F$’其 后#以 彝 文 进 行 整 理 的 主

要有-罗家修 先 生 依 据A@个 版 本 整 理 的$玛 牧 特

依%#共约#!@$行!四川民族出版社#A&F"年"*李

尼波&沙马吉哈整理的$勒俄.玛牧特依释读%!四

川民族出版社#A&&%年"*昭觉县语委刻印本!内部

参考资料#A&%F年"’以 彝 汉 对 照 的 形 式 进 行 整

理&翻 译 的 主 要 有-岭 光 电 先 生 整 理 并 翻 译#共 约

DF$行!中央民院#A&F#年油印"*冯元慰等整理&翻
译的彝汉对 照 本#约F"$行!西 南 民 院#A&F%年 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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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!"吉宏什 万 等 编 著 的 彝 汉 对 照 本#玛 牧 特 依 译

注$%云 南 民 族 出 版 社&#$$#年!"#凉 山 彝 族 奴 隶

制$编写组整理’翻译的彝汉对照本#训世诗$%A&%%
年&油印!"吉格阿加翻译的彝汉文对照本#玛穆特

依$%云南 民 族 出 版 社&#$$"年!"凉 山 彝 族 自 治 州

人民政府组织选编的彝汉对照本#玛牧特依$%收入

#中国彝文 典 籍 译 丛$&四 川 民 族 出 版 社&#$$D年!
等(笔者在本文中的引文&未经特别注明者&均依

据吉格阿加的译本&并在引文后加括弧注明页码(
#玛牧特依$版本虽多&内容却大体一致&大体

以相距AA岁为一个年轮&论述不同阶段人们应有

的行为准则(关于其具体内容&黄建明先生归纳为

三个方面)以自然现象比喻人生的一般道理"各年

龄阶段需要学会的各种知识与技能"不同角色不同

阶层的人应有的本分*#+(笔者简要将#玛牧特依$
的主要内容归纳如下)

!一"强调家庭伦理道德

#玛牧特依$用比较多的篇幅谈论家庭伦理关

系及其准则(例如),世间的人们&为父抚养子&子

也念父恩&父也为儿想"为母抚养女&女则思念母&
母则维护女(为父不爱子&灵牌黑漆漆&为儿不爱

父&四方去浪荡"为妹不爱哥&寻亲不得亲"为哥不

爱妹&子孙难结亲"有祖不爱孙&灵牌挂山岩"为孙

不爱爷&屋基狐狸叫(有亲不认亲&外出 难 食 宿(-
%%#I%!页!这段描写论及了传统彝族社会中家庭

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&并将这种关系与来世的,祖

灵信仰-和现世的姻亲关系联系在一起&从而将个

人的行为囊括进一个广阔的由血亲与姻亲构成的

网络结构中(
!二"构建社会秩序规范

依据#玛牧特依$的文学体裁及类型特征&其成

书并流传的时代&当在明清之际*!+D(这一时期&彝

族社会已经分化并形成了不同的社会阶层&如,兹-
%君!’,莫-%臣!’,毕-%经师!’,格-%匠!’,卓-%民!
等(#玛牧特依$中不少内容强调了不同的社会角

色应有的行为准则&其目的在于构建’强化这种社

会秩序&使人们各安其分(例如),兹莫的吉尔&是

个黄金印"工匠的吉尔&是个大铁礅"毕摩的吉尔&
是把镀金的乌土"苏尼的吉尔&是根击鼓棒"百姓的

吉尔&是个耕牧神"女人的吉尔&生育繁殖魂(-%A$
IAA页!

!三"宣讲人生哲理

#玛牧特依$中关于人生哲理的内容很多&几乎

在人生 的 每 个,年 轮-中 都 有 论 述(现 仅 举 如 下

两例)

AJ关于善与恶

#玛牧特 依$对 于 善 恶 有 一 段 总 括 性 的 描 写)
,子孙后代们&善者有善报&恶者有恶报"行善无善

报&无人来行善"行恶无恶报&恶事不间断(-%%页!
而对于善与恶的具体规定&在不同的篇章中则随处

可见(例如),莫赚邻居钱&赚了邻居钱&一生不光

彩(贤者莫惹 邻 居 祸&好 狗 不 咬 邻 居 猪-%@$页!"
,贪财莫行偷&偷者割肉罚&偷者无尊严"贪吃莫撬

屋&撬屋显穷酸"贪色莫幼奸&幼奸无人格"贪肉莫

偷鸡&偷鸡最低劣(偷钱换裤穿&穿着不光彩-%D"
页!(如此等等(#玛牧特依$用十分形象的言语和

生活中 常 见 的 事 例 具 体 地 解 答 了 关 于 善 与 恶 的

标准(

#J关于勤俭

#玛牧特依$视勤俭为人生之大德(例如),一

家要兴旺&锄头肩上扛"一户要穷困&烟斗有三把"
一家要衰败&竹笛挟腋下&九日无粮炊(-%#D页!勤

俭与劳动相联系&#玛牧特依$又强调了劳动的重要

性),人要养牛羊&而牛羊属于牧放者"人要种五谷&
而五谷属于耕耘者"人要养骏马&而骏马属于饲养

者-%!A页!&在,人生四十四-的时候&,应养的是骏

马&应种的是五谷&应牧的是牛羊-%"#页!(
从上述三个方面的内容看&笔者认为&#玛牧特

依$是一部以道德教化为主要目的的教育经典(
#玛牧特依$的流传&离不开凉山彝族社会的特

殊结构(文化的传承必然依赖于特定的社会文化

生态(虽然这种社会文化生态总是处于不断的变

迁过程中&但是&只要长期形成的文化要素及其结

构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断裂&进而&在此基础上形成

的文化心理场依然存在&则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变

迁是可以 在 动 态 的 过 程 中 实 现 平 衡 的(#玛 牧 特

依$的流传正是这种平衡的表现(毫无疑问&自#玛
牧特依$开始在大小凉山流传以来的数百年间&凉

山彝族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&传统的等级制度在

#$世纪"$年代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颠覆(但是&应

当注意到&构成凉山彝族社会诸多基本的文化要素

仍然存在并构成凉山彝族社会的文化构架(这些

基本的文化 要 素 既 包 含 了 外 显 的 如 生 计 方 式’语

言’服饰’家支结构等&也包含了诸多内隐的如传统

的祖灵信仰’宗教观念’价值观等(例如&从生计方

式看&当今凉山彝族社会中传统的山地耕牧型经济

仍占很大的比重&这构成了彝族社会文化生成的重

要基础(应当强调的是&这些文化要素所共同构成



的文化生态使彝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并未出现实质

性的断裂!而是在变迁过程中保持了传统文化的巨

大惯性"根植于这种文化生态中的文化心理场在

型塑新的历史条件下彝族人的族群认同的同时!也
使人们对于传统的文化有了一种归依感"#玛牧特

依$的流传便是这种文化归依感的具体表现"下列

具体的因素是#玛牧特依$得以流传的比较直接的

原因"
在大小凉 山 彝 族 文 化 生 态 中!母 语 的 保 留 是

#玛牧特依$得 以 流 传 的 首 要 条 件"#$$D年F月%

#$$%年@月笔者在凉山彝族聚居区的美姑和昭觉

进行田野考察过程中!最先能够直观感受的便是母

语的保留"此外!规范彝文的推行也使更多的人能

够通过学习掌握彝文"在笔者的实地调查中发现!
#玛牧特依$的流传形式主要有两种&口传的形式和

彝文文本的形式"这两种形式都离不开彝语文的

使用"
其次!构成凉山彝族社会基础结构的家支制度

依然活跃于彝族的社会生活中!扮演着十分有效的

作用"例如!据当地人阿若阿什提供!在笔者调查

的美 姑 县 拉 木 阿 觉 乡!大 的 家 支 有 吉 克%阿 古%黑

勒%沙马什一%沙马且己%莫乌迪迪%惹吉%阿若等F
个"在传统的彝族社会中!个人首先是作为家支成

员而存在的"现在!虽然个人对于家支的依附关系

有所弱化!但家支在规范其内部成员的行为方面的

作用仍然十分明显"而家支头人在规范成员行为%
强化家支内部管理时!更偏重于在传统文化中寻找

资源"作为道德教化的教育经典!#玛牧特依$成为

了家支管理的重要依据"因此!家支制度为#玛牧特

依$的流传提供了一个制度性的外壳"
#玛牧特依$主要是用以规范人们行为%调节社

会关系的道 德 经 典!在 人 们 的 日 常 生 活 中 经 常 被

’引经据典(!从而使这部典籍的流传不再是简单的

对于古代典籍的’再阅读(!而是渗透到人们的日常

生活中!成为了一种具有现实生命力的’活(的道德

教育手段"例如!’德古(是彝族社会中重要的担当

纠纷调解的社会角色"调解纠纷的主要目的在于

规范符合彝族传统的社会秩序!在进行纠纷调解的

过程中!’德古(主要依据传统的习惯法的同时!通

常自觉地借用了#玛牧特依$的许多内容进行劝说"
因此!’德古(对于#玛牧特依$的掌握程度通常比一

般人要深得多"据昭觉县文化旅游体育局提供的

#昭觉县德古登记簿$记载!在昭觉县!#$$"年登记

在册的’德古(有A%A名!这是一支巨大的承载传统

文化的草根力量"据笔者了解!这些’德古(在当地

多有威望!在调解中大多能有意识地利用#玛牧特

依$进行调解"
综上所述!对于#玛牧特依$的理解!只能放在

彝族特定的社会文化结构中才有意义"正是凉山

彝族特定的社会文化生态为#玛牧特依$的流传提

供了坚实的土壤"

!!二、《玛牧特依》的主要特征

对于一部经典的特征分析可以有不同的角度!
例如&文 本 结 构%语 言 风 格%内 容 特 征%主 题 等 等"
叶相在其#)玛牧特依*综合研究$中就#玛牧特依$
的主题特征和表达特征进行了一定的阐述"他认

为宣扬祖灵信仰%传授祖制孝义%规范伦理道德是

这部经典的’终极主题(!同时!在表达特征上运用

诗歌语言!体现了彝族的’诗性精神("笔者主要就

#玛牧特依$的内容%风格所反映的社会文化方面归

纳这部典籍的特征如下&
!一"从内容上看#$玛牧特依%是一部根植于地

方性知识传统的教育经典

#玛牧特依$所涉及的内容%所引用的比喻!大

多与彝族传统社会的知识体系密切联系"例如!在
论及青年人的行为准则时!奉劝青年人要’只带好

猎狗!只认好汉交!好坝我马骏!好林我狗快!好山

我放羊(+#@页,!’猎狗(%’马(%’羊(都是彝族传统

生计方式中须臾离不开的牲畜"在谈到勤俭与致

富的关系时!用了这样的比喻&’畜益于喂盐!盐可

致畜肥-土地 宜 施 肥!肥 可 变 粮 谷(+#"页,!因 而!
勤俭与致富的关系就如同盐和畜%施肥与土地的关

系一样"再如!在告诫人们不能’贪睡(时!#玛牧特

依$用了一连串的比喻&’老鼠不睡精神好!寻得其

食物-兔子不睡跳得欢!找到其草食-狐狸不睡夜里

行!得到其所食-虎狼不睡四处跑!能得其食物-鹰

鹫不睡飞天 下!觅 得 其 所 食(+#&页,!这 些 生 物 也

是彝族社会中所常见的"类似的内容和比喻在#玛
牧特依$中比比皆是"内容上的这种特征充满了生

活情趣!取材于生活!从而使其内容易于接受"它

所给我们的教育学启示是&教育行为应当立足于自

身的文化土壤中才能真正具有持续的生命力"在

全球化日益加速的当今!如何伸张本土文化和地方

性知识的价值!不仅关乎知识的获得!更关乎文化

的传承"
!二"从风格上看#$玛牧特依%是一部充满诗性

语言的教育典籍



诗歌体裁的采用!大量的象征"比喻!使#玛 牧

特依$诵起来琅琅上口!便于记诵%由于笔者不懂

彝语!很难在此详细分析这部典籍的韵律关系%即

使如此!笔者让彝族朋友诵读#玛牧特依$时!依然

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诗歌特征%#玛牧特依$的流传

并不仅仅是各种抄本!更重要的传播途径是通过口

传的形式实现的%诗歌的形式显然更容易为人记

诵%在彝族的典籍中!诗体文学占了相当的比重!
它体现了彝族精神文化中&诗性’的某些特质%在

我国西南地区的许多少数民族中!以古歌"史诗等

形式传世的口碑文献有许多!特别在无文字的民族

中!选择这种形式保存历史记忆"传承文化是相当

普遍的现象%
!三"从流传历程看#$玛牧特依%是一部由&精

英文化’向&大众文化’传播的教育典籍

#玛牧特依$曾经是流传于统治阶层和部分等

级地位比较高的特定群体中的教育典籍!这在#玛

牧特依$的 内 容 中 有 明 显 的 表 现%随 着 时 代 的 变

迁!这种&精英文化’逐渐地散布民间!变成了大家

耳熟能详的大众文化典籍%这一现象说明!一个社

会中&精英’与&大众’"&大传统’与&小传统’之间本

身并没有一个牢不可破"泾渭分明的界限%同一文

化生态中文化的共享性往往更能说明该文化的本

质特征%

!!三、结!语

文化的传承与文化的变迁是一个寻求动态平衡

的过程!教育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沟通历史与

现实并引导未来的重要作用%基于这种认识!笔者

认为!#玛牧特依$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有价值的

研究个案!它是一部&活’的典籍!在彝族认 同 的 实

现"文化的传承等方面依然有明显的作用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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